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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产生以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热潮。区域创新体
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后被提出来，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且在全世
界许多地区得到实施。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更适合研究的范畴。因此，研究区域
创新体系就显得更为重要，也更具实践价值。笔者在研究区域创新问题的过程中，甚感很有必要把区
域创新体系的有关理论问题搞清楚。 
一、区域创新体系的内涵 
英国的库克教授认为，区域创新体系这一概念来自于演化经济学，它强调了企业经理在面临经济问题
的社会互动中不断学习和改革而进行的选择，从而形成了企业的发展轨道。这种互动超越了企业自
身，它涉及到大学、研究所、教育部门、金融部门等。当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了这些机构部门的频繁互
动时，就可以认为存在了一个区域创新体系。因此，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是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一个
延伸和发展。 
借鉴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笔者将区域创新体系作出如下的定义：区域创新体系为一个区域内有特色
的、与区域资源相关联的、推动创新的制度网络，其目的是推动区域内新技术或新知识的产生、流
动、更新和转化。 
区域创新体系不能代替国家创新体系，而是一个更适合分析体系间要素互动的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将
比国家创新呈现更多的特色制度安排，更强的产业、技术专业化，且企业的创新性更明显。在区域创
新体系中，企业间的互相学习、创新活动和知识的流动性更密集、更多。因此，区域创新体系绝不是
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缩影，而是创新的区域化。由于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创新制约因素，如不同的价
值观念、制度框架、消费习惯、产业专有因素，造成了区域创新体系的不同，这些因素是区域创新体
系的内核，也是地区经济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二、区域创新体系建立和发展的条件 
对大国和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区域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是共存的，甚至有时区域创新体系先于
国家创新体系而存在，因此，我们在分析创新体系时，不能把国家创新体系看成铁板一块，而不考虑
区域的不同性。笔者经过论证分析认为，区域创新体系建立和发展有以下几个因素所决定： 
1.政治经济体制。国家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和教育体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下，地方政府基本是一个中央的派出机构，企业只是政府的下属单位，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国家创新
体系，而没有区域创新体系。 
2.中央和地方关系。如中央和地方是分工与协调的关系，必然会使地方政府获得更大的决策自主权，
并会推动地方的制度创新，促进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从中国的情况看，1999年全国创新大会后出台
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之后许多省级地方政府
出台了许多相应的地方文件，对推动中国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3.地方政府的科技管理模式。不同地方政府面临的区情不同，会有不同的科技及创新战略，对科技及
对创新的支持程度也不同，对科技和创新的支持模式也不相同，必然导致区域创新体系的多样性。 
4.区域产业的专业化。区域产业的专业化程度是一个地区能否形成自己特色创新体系的重要前提。 
5.区域专有因素和产业集群。历史证明，在有些地区存在着无形的、适宜创新的专有因素，硅谷的成
功便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无形因素的核心是一个当地化的学习和隐喻诀窍的分享机制，是产业集群形
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所谓集群，是指在地理上一些相互关联的公司、专业化的供应商、服务提供
商、相关的机构（如学校、协会、研究所、贸易公司、标准机构）等在某一地域、某一产业的集中，
他们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集聚的企业可更容易、更快地获得新客户的知识，他们会比单个孤立的企
业更快掌握消费最新趋势，可更快地学习新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其整体作用大于单个作用之和。事
实上许多地方的创新集群也是区域创新体系发达的地区、创新密集的地区。 
6.创新的极化和边缘现象。根据克里斯·德玻雷森的研究，中国目前有珠江三角洲创新极、长江三角
洲-上海创新极、天津-北京创新极三个主要的创新极和即将兴起的中西部-四川-重庆-湖北创新极。创
新极吸收了周围地区的人力、财力和产业资源，虽然部分收入和信息又从创新极返回到了周边地区，
但这可能只会导致周边地区发展资源进一步向外大批流动，上述的创新极化与边缘化现象，无形中促
进了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 
三、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地方政府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框架，是促
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动力的重要来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笔者认为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主要有： 
1.一个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创新结构体系。关于企业是创新主体的理念，各级领导已有基本的共识，
但要落实这一点，还需要相当的时间。 
2.一个开放的、可利用全球和国内各种资源的知识获取体系。一个地区不一定有很强的知识创造能
力，但可以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如中国的浙江省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关键是本地区要有一个
开放的、利用全球和国内科技资源的机制和体系。 
3.一个有区域特色的产业创新体系。中国区域辽阔、资源多样，因此，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过程是一个
各地寻找创新空间和特色的过程。只有利用本地的特色资源，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充分发挥本地人
民独特的创新性，本地的产业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基于创新的技术、创新的产品。 
4.面向创新管理的政府工作方式。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关键是起
什么样的作用。笔者认为，政府迫切需要从过去的单纯行政干预、项目投入支持转向创造一个适宜企
业创新的环境和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政府用直接干预的方式来推动
企业创新，并不能有效地达到目的，而对研究开发的支持和完善技术创新环境，是一个地区提升技术
创新能力的关键。 
5.适宜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创新环境。实践证明，良好的创新基础和创新环境是推动区域创新的核心资
源。因此，政府推动企业创新，不是直接的干预，关键是完要善本地的创新环境，创造适宜的创新基
础条件，这包括减少对企业经营的干预，鼓励企业采纳新技术的机制，鼓励当地企业不断创新的氛围
等，形成激励创新性企业不断成长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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